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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照片、舊情懷，重拾集體回憶

體集 情情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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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十年代，醫生需
乘坐直升機，為居
於偏遠地區的居民
提供醫療服務。
圖片由政府新聞處提供

馬會捐助的醫療船 「慈航」 ，為離島居民提供
醫療服務。 圖片由政府新聞處提供

直 升 機 醫 療 船 應 診

在五、六十年代，香港面對戰後重建及大量內地移民湧入，居住

環境擠迫，傳染病容易擴散，加上交通網絡尚未完善，對於居住在

偏遠地區的居民來說，看醫生往往要舟車勞頓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

事。為了服務這些市民，醫療直升機、醫療船相繼在社區出現。當

時的醫療直升機每月出動兩次，由醫生聯同兩位護士到西貢區內偏

遠的村落應診。

此外，醫療船也應運而生，其中，由馬會捐款、服務離島和水上

居民的醫療船 「慈航」 及 「慈雲」 ，就為這些市民提供了基本健康
護理。兩艘醫療船由海事處人員駕駛，並由醫生、護士、配藥員組

成醫療團隊，過去半世紀猶如離島居民的 「家庭醫生」 。

隨著社會進步，流動服務也變得多元化，例如因應腦退化症個案

持續上升，馬會於 2013年撥捐購置 「賽馬會高錕腦伴同行」 流動
車，為長者進行測試，提升公眾對腦退化症的認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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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計會自 1999 年成立的
「性教育流動圖書館」
（左），至今已演變成
「賽馬會青春斗教學車」
（上），繼續在社區推廣
性教育。

馬會撥款設立流動圖書車，為孩子帶來閱讀的好時光。

昔日的娛樂不多，圖書
是兒童恩物。
圖片由政府新聞處提供

移 動 的 知 識 寶 庫

昔日的娛樂活動不多，閱讀是不少人消磨時間的熱門選

擇。可惜以往公共圖書館多設在市區，居住在其他地區的

居民，多數倚靠流動圖書館來借閱圖書。首間流動圖書館

於七十年代投入服務，初時只惠及港島及九龍區居民。隨

著新市鎮發展，馬會撥款予當時的區域市政局，設立更多

流動圖書館，方便市民使用。

那些年，當一眾身穿背心短褲的小孩，部分人甚至赤腳

走動，在每個週末引頸期待流動圖書館的到來，那份進入

圖書車 「尋寶」 的情懷，已成某代人的共同回憶。 圖片由家計會提供

家計會自 1999
「性教育流動圖書館
（左），至今已演變成
「賽馬會青春斗教學車
（上），繼續在社區推廣
性教育。

昔日的娛樂活動不多，閱讀是不少人消磨時間的熱門選

擇。可惜以往公共圖書館多設在市區，居住在其他地區的

居民，多數倚靠流動圖書館來借閱圖書。首間流動圖書館

於七十年代投入服務，初時只惠及港島及九龍區居民。隨

著新市鎮發展，馬會撥款予當時的區域市政局，設立更多

那些年，當一眾身穿背心短褲的小孩，部分人甚至赤腳

走動，在每個週末引頸期待流動圖書館的到來，那份進入

圖片由家計會提供

性 教 育 走 進 社 區

早在 1999年，家計會已成立全港首間結合性教育活

動及圖書館服務的 「性教育流動圖書館」 ，配合學校及
團體籌辦性教育活動，至今已服務超過二十萬人。流動

圖書車車廂有性教育巨型壁畫，展示人體奧秘及生命的

起源；圖書館藏書近千冊，包括青少年與性、性教育、

家庭生活教育、性與婚姻、性取向等主題，適合不同年

齡人士。

家計會於 2011年獲馬會捐助，設立 「家計會賽馬會
青春斗教學車」 ，繼續在社區宣傳性教育訊息，從而提
高青少年的學習興趣，並為社工及家長提供性教育支

援。




